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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山苗族支系语言的保留 
——以南瓜村汉苗母语活力调查为例 

◆马明光 

（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  650500） 

 
摘要：现今社会，支系之间的认同，支系语言之间的界限在消融，这是
一个一般的规律，但我们在文山苗族支系汉苗支系中，看到了一种很特

殊的语言现象，这个支系的苗族不仅很好的保留了自己的语言，还保留

了自己的文化，他们的内部认同很高，不与其他的苗族支系通婚，他们
也不兼用其他支系的语言。本文盲主要从认识现状，母语词汇的保留，

口头文化的传承，母语使用的场合四个方面揭示南瓜村汉苗母语的保留

情况，为不同支系语言兼用和民族认同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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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南瓜村基本概况 
南瓜村属于独立的汉苗村子，该村周边，被壮族村子，以及

白苗村子环绕包围，但该村依然保持独立的状态，一般不与周边
的白苗苗族通婚，也不以壮族或者其他民族通婚，族内认同感很
高。村里的苗族青年，一般是到其他县，或其他乡镇，八宝镇，
南屏镇，富宁，而且基本为同一个支系，都为汉苗支系。 

南瓜村由于缺水，无法种植水稻，以及一些需水农作物，该
村主要以种植玉米为主，没有经济作物，农民工收入，主要靠外
出务工，工资性收入以不超过 1 万元，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种
植业收入，以及兴业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南瓜村小组村民收
入以打工收入为主，大多数家庭是男人出去打工，妇女在家种地，
大多家庭都有一个或两个外出打工，出去打工的大部分在浙江、
广东、广州、福建一带。最主要的农作物种植是玉米，辣椒，豌
豆，向日葵农作物。该村属于比较贫困村寨，过去对外接触较少，
对外界的语言冲击比较小，虽然近年来，青年人和中年人，大量
外出务工，在外地，他们仍然以小群体的性质居住，主要的交际
语还是苗语，所以该村的母语保留完好，汉化程度低，苗语活力
度高。 

南瓜村小组的传统节日有“七月节”、春节以及正月十五等。
苗族节日很少，因为苗族生活贫困，很少过节，以上的七月节，
春节，以及正月十五，都不像其他民族一样，有一个传统的传说，
看到别人过节，我们也过节。七月节，苗族人民过得很简单，杀
一只两只鸡，亲戚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就好。春节属于比较隆重的
节日，苗族青年们都会戴新帽，穿新衣，到花山场上去，唱山歌，
跳芦笙。春节也是苗族人民吃的最好，玩得最快乐的一个节日。 

二、南瓜村汉苗母语活力调查 
汉苗苗语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为了对南瓜村汉苗母语的活

力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我们选择了四个参项：母语使用人数
比例，400 核心词测试情况分析，语言场合使用情况分析，口头
文学的传承。我们从四个参项来对该村的母语活力进行变化的测
试。 

（一）全民掌握母语 
我们对南瓜小组各个年龄段的汉苗苗族村民进行问卷测试

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南瓜苗族绝大多数基本熟练使用苗语。具体
情况见表 1。 

表 1  南瓜村汉苗苗语使用情况 
年龄段
（岁） 

人
数 

熟练 略懂 不懂 
人
数 

百分比
（%） 

人
数 

百分比
（%） 

人
数 

百分比
（%） 

6—19 56 49 87.5 7 12.5 0 0 
20—39 196 196 100 0 0 0 0 
40—59 164 164 100 0 0 0 0 
60 以上 87 87 100 0 0 0 0 
合计 503 496 96.88 7 0 0 0 

表 1 显示，南瓜村 96.88%的苗族能够熟练地使用苗语。其
中，20 岁以上的苗族成年人都能 100%的熟练掌握苗语；青少年

有 7 人略懂苗语，但经过我们深入分析，一定情况下受到他们的
语言态度影响，有些初中生，他们不太愿意用苗语和陌生人交流，
他们会觉得有点害羞，这种影响因素我们要特别考虑，还有一部
分词汇在他们的生活出现过，这部能用来解释他们苗语不熟练，
比如“小麦”、“荞麦”等作物词汇；其次，中老年人他们能熟练
的使用苗语进行交流，在词汇测试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部分
苗族同胞，可能词汇量少一点，究其原因，并不是他们苗语退化，
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这部分人不懂汉语或汉语不好，当我们用汉
语进行提问和测试时，他们根本没有理解，就直接否定不会说。
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做田野调查时要特别关注，对于只会一种语
言，即母语，或其他语言不熟练的调查对象，我们可以假定他们
能够熟练的使用母语。 

（二）母语的使用不受交际场合的制约 
我们对南瓜村汉苗苗族村民的语言使用场合进行入户调查，

从下表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南瓜村汉苗苗语的活力和使用现状。 
表 2  语言使用场合情况调查 

使用场合 
请在您的选项后面画

“√” 

公共场
合 

村寨 

聊天 √ 
开会 √ 

婚丧嫁娶节日集会 √ 
宗教活动 √ 

学校 
是否使用双语教材  

课堂用语  
课外用语 √ 

医院 √ 
集市 √ 

村委会 √ 
政府部门 √ 

大众传
媒 

广播  
报刊  
杂志  

出版物  
影视(电视节目、光碟、电

影等) 
√ 

根据表 2，我们发现南瓜村汉苗村民母语的使用只受到交际
对象身份的制约，不受交际场合的制约。村寨场合中，特别是有
关苗族宗教活动，节庆假日，交际语言基本上是苗语，由于在宗
教活动、节庆假日中，主要参与的人员基本为汉苗村民，交际对
象都是汉苗苗族村民，所以交际语是苗语。村寨开会时，大部分
情况下，苗语仍然是第一交际语，村寨有的会议会有汉族或者其
他民族干部参与，村民也会自由选用苗语或汉语。公共场所交际
语的选用，使用苗语或是汉语，语言的使用只受到交际对象身份
的制约，不受交际场合的制约，交际对象是汉族或其他民族且不
会苗语，交际语就会使用汉语，但交际对象是苗族或是会苗语的
其他民族，交际语就是苗语。 

（三）口头文学出现了断裂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过去的研究成果里，对于某一个民族的

口头文学的传承好与坏，主要根据民间故事保留好与坏来判断，
但是由于苗族传统文化的特殊性，我们认为苗族的口头文学主要
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宗教古歌，二是苗族山歌；宗教古歌又分丧
葬古歌和婚俗古歌。对于苗族古歌的保存传承好与坏，我们认为
一个村里，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村民会宗教古歌或者苗族山歌，并
且负责该村的宗教仪式，那么该村的口头文学就保存得比较完
好。 

三、南瓜村母语活力高的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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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瓜村被周边的白苗村子和壮族村子所包围，但其母语仍然
得到很好的保留，其原因具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因素。 

（一）客观因素 
相对封闭的地理条件，南瓜村的汉苗他们以聚居的形式分布

在偏僻的山上，他们很少需要与外界的接触，一般的规律是在相
对封闭的地理空间容易形成孤立的语言环境，这个语言环境很少
受其他语言的冲击。近年来，很多年轻人外出务工，但母语依然
保留完好，这是由于语言一经习得，就会根深蒂固，不会轻易忘
记。南瓜村村民的第一母语只有苗语，对每一个苗族村民，影响
深刻，十岁以前，都在母语的语言环境中熏陶，经常使用母语，
这也使苗语保持高度的活力度。 

生产生活方式。该村保留了传统的农耕经济，农耕经济属于
封闭型经济，不需要过多的与外界接触，这样，他们仅用母语就
能满足族内交际的需要，不需要或者很少需要兼用其他民族的语
言，就能完成语言生活的需要。一般村寨内的语言场合，例如宗
教活动，婚俗活动，节日活动，很少有外族参与，所以交际语基
本都是苗语，很少借用其它语言或者直接不使用，这就是母语得
以很好保留的有利条件。 

（二）主观因素 
民族认同，语言认同等，各种主观因素，该村的汉苗他们只

认为汉苗是属于与自己想同的支系，同根同源，犹如一家人，周
边的白苗，绿苗等都自称 hmong，都属于 hmong 的支系，但他们
并不认为与他们是一家人，而民族认同一个很重要的标志特点就
是语言认同。因为语言是民族最有特点，是民族最重要的特征。 

南瓜村汉苗苗族不与周边的白苗苗族通婚，村里的苗族青
年，一般是到其他县，或其他乡镇，八宝镇，南屏镇，富宁，而
且基本为同一个支系，都为汉苗支系。这样的一种封闭状况，对
本支系的苗语保留具有很大的优势，该支系的语言不受其他支系
语言的影响，保持很高的活力度。 

四、结语 
在现今情况下，盛传的语言濒危的言论，认为小语种或小支

系语言一定会濒危，但我们看到在文山广南县杨柳井乡南瓜村，
一个小小的汉苗支系只有 500 多人，其母语却得以顽强的保留。
可见，支系语言的保留及小语种的保留，不能单纯的以人数的多
少来定论，它涉及到地理，人文，经济等多种因素。语言的保留
与否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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